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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柘荣马坑银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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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!

!

福建省柘荣县马坑银矿产于上侏罗统
I

下白垩统陆相酸性火山岩中%矿体严格受断裂

#

N

#

%

N

!

$及其派生裂隙的控制&矿床发育绢云母化(硅化(黄铁矿化(黄铁绢英岩化(青磐岩化等中

低温热液蚀变%矿体地表呈密集细脉状%深部为简单板状(透镜状&矿石矿物以自然银为主%次为

辉银矿%含少量方铅矿(闪锌矿等&矿石工业类型为硫化矿%矿床成因为受断裂构造控制的中低温

浅成火山热液充填交代型银矿床&

关键词!

!

马坑银矿"地质特征"找矿方向"福建省

中图分类号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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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标识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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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编号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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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矿地质背景

福建省柘荣县马坑银矿位于闽东火山断拗带的

东部%南靖+福安断陷带的东南部&区域构造活动

强烈%松溪+宁德
>[

向断裂和寿宁+连江
R>

向

断裂构造在矿区附近与福安+南靖
>U

向深断裂交

汇"燕山期岩浆活动发育%分布有大面积的晚侏罗世

I

早白垩世火山岩
I

火山碎屑岩和中酸性侵入岩

#图
#

$&

区域出露地层以上侏罗统(下白垩统和第四系

为主&主要的地层单位有!上侏罗统
I

下白垩统南

园组#

\

%

&O

#

)

$%下白垩统小溪组#

O

#

$

$(寨下组

#

O

#

S

$(黄坑组#

O

#

'

$%第四系#

d

$&

区域侵入岩明显受构造的控制&主要的侵入单

元可分为!晚侏罗世虹垂超单元#

\

%

B

$'

$(双峰超单

元#

\

%

R

($

$%早白垩世钟腾超单元#

O

#

S

$

"

'

%

O

#

S

($

$(

邑板超单元#

O

#

f

"

(

$(玛坑超单元#

O

#

8

)

(

$(洪山超

单元#

O

#

B

*

)

(

$%晚白垩世牌前超单元#

O

!

R

(+

$&此

外尚见有各种脉岩出露%主要有早白垩世次安山玢

岩#

,

-

O

#

$(石英正长斑岩#

.

'+

O

#

$(二长斑岩#

"

+

O

#

$

及花岗岩脉#

(

$侵入&

区域构造主要表现为燕山中晚期大面积的挠曲

图
$

!

区域地质略图

N-

4

=#

!

92

4

-)*63

4

2)3)

4

-:63K6

X

#=

下白垩统寨下组上段沉凝灰岩"

!=

下白垩统小溪组第三段流纹

质晶屑熔结凝灰岩"

%=

上侏罗统
I

下白垩统南园组第二段英安质

晶屑熔结凝灰岩"

D=

晚白垩世石牌前花岗斑岩"

?=

花岗岩"

A=

银矿

床#点$"

"=

锰矿#点$



构造和断褶变形%并伴有强烈的火山活动%形成一系
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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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(

>[

向断裂带%尤以
>[

向断裂带较为醒

目%它控制着上侏罗统
I

下白垩统火山
I

沉积岩系

及燕山期花岗岩的展布&

图
/

!

柘荣县马坑银矿地质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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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山晚期花岗班岩"

!=

下白垩统小溪组第三段"

%=

花岗班岩脉"

D=

多金属矿体及编号"

?=

勘

探线编号"

A=

完工剥土及编号"

"=

完工探槽及编号"

'=

老硐及编号"

@=

银异常等值线#

#$

IA

$"

#$=

铜异常等值线#

#$

IA

$"

##=

铅异常等值线#

#$

IA

$"

#!=

锌异常等值线#

#$

IA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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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地质特征

/&$

!

地层

矿区内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小溪组第三段

#

O

#

$

%

$%为一套中
I

酸性火山岩夹沉积岩%不整合

于南园组第二(三段火山岩之上&其岩性为灰绿(灰

紫(灰白色流纹质#含角砾$晶屑熔结凝灰岩%#含岩

屑(角砾(玻屑$晶屑凝灰岩%肉红色(灰白色钾长流

纹岩%夹角砾凝灰岩(#豆状$凝灰岩(安山质含角砾

凝灰岩(#凝灰质$泥岩(沉凝灰岩等&

/&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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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造

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%主要有
N

#

%

N

!

等断裂产

出%均呈
>>[

向展布&

#

#

$

N

#

断裂!分布于矿区东部%断裂产状
!??e

-

""e

%延伸大于
?$$$K

%为张扭性断裂%沿断裂岩石破

碎%断裂带中常见黄铁绢英岩化(银矿化等%是矿区
#

号

银矿体的主要控#含$矿断裂&

#

!

$

N

!

断裂!分布于矿区西部%断裂产状
!D'e

-

A"e

%出露长度近
#$$$K

%为张扭性断裂%沿断裂

岩石破碎%发育较强烈的硅化(黄铁矿(方解石化(叶

蜡石化等蚀变%并伴有银(铅(锌矿化%是矿区
"

号(

A

号银矿体的主要控#含$矿断裂&

/&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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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浆岩

矿区内侵入岩不甚发育%仅在矿区南部见有燕

山晚期侵入的花岗斑岩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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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7

?

$%呈岩瘤状产出%浅肉

红色%斑状结构%块状构造%斑晶成分主要为钾长石(

石英%基质为隐晶质#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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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岩蚀变

矿区中围岩蚀变普遍发育%多属中(低温热液蚀

变%主要有绢云母化(硅化(黄铁绢英岩化(青磐岩化

和黄铁矿化%均与银矿化关系密切&

#

#

$绢云母化!是分布最为广泛的蚀变类型%岩

石中的斜长石被绢云母交代%常与黄铁矿化(硅化相

伴&

#

!

$硅化!是区内分布普遍(与银矿化关系最为

密切的蚀变类型&在岩石中表现为交代原岩成微细

粒石英%弱硅化时与绢云母(黄铁矿相伴%构成黄铁

绢英岩化"强硅化时形成硅化石英岩#脉$&硅化作

用常随热液活动的强弱而变化%在伴有金属硫化物

的情况下有利于矿质的富集&

#

%

$黄铁绢英岩化!发育于
N

#

断裂中%岩石具鳞

片状变晶结构%块状构造%主要由石英(绢云母(黄铁

矿组成%伴随有银矿化&

#

D

$青盘岩化!见于
N

#

%

N

!

断裂中%呈条带状产出&

岩石具片状(显微粒状变晶结构%块状构造%主要由方

解石(绿帘石(绿泥石(叶蜡石组成%伴有铅锌矿化&

#

?

$黄铁矿化!是区内最为常见的硫化物%大致

可分为
%

种产出形式!

-

粒状自形晶"

.

细粒浸染

状"

/

细脉状&黄铁矿化与绢云母化(硅化组合构成

黄铁绢英岩化&

%

!

矿体地质特征

通过勘查%矿区内共圈定银工业矿体
?

个%编号为

#

号(

"

号(

A

号(

B

号和
I

号&矿体多呈脉状%主要赋存于

N

#

%

N

!

断裂带及派生裂隙中%矿体特征见表
#

&

#

#

$

#

号矿体!呈脉状产出&地表控制长度
D!?

K

%平均厚
"=?'K

%推测深度
!$$K

%分布标高
A"$

!

'#$K

%矿体产状
!??e

-

""e

%矿石平均品位
!

#

F

4

$

G!!"="AH#$

IA

&矿体主要赋存在
N

#

断裂带的断

层角砾岩中%角砾岩的角砾主要为黄铁绢云英岩(流

纹质晶屑凝灰岩%少量为流纹质晶屑熔结凝灰岩&

围岩为黄铁绢英岩(流纹质晶屑凝灰岩(流纹质晶屑

熔结凝灰岩(钾长流纹岩等%平硐中矿体底板见到英

安玢岩岩脉&

#

!

$

"

号矿体!呈脉状产出&长度
!$$K

%平均

厚
%=$$K

%推测深度
#$$K

%分布标高
A"$

!

"%$K

%

矿体产状
!D'e

-

A"e

%矿石平均品位
!

#

F

4

$

G

%%!=%%H#$

IA

&赋矿岩石主要为流纹质晶屑凝灰

熔岩%少量为流纹质晶屑熔结凝灰岩&围岩为流纹

质晶屑凝灰熔岩(流纹质晶屑熔结凝灰岩(钾长流纹

岩等&

#

%

$

A

号矿体!见于
!$$

线+

!#'

线间的地表%

受
N

!

断裂的控制&呈脉状产出%长约
D?$K

%厚度

!=$$K

%推测深度
#$$K

%分布标高
"?$

!

'?$K

%矿

体产状
!?$e

-

"!e

%矿石平均品位
!

#

F

4

$

G#@%='!

H#$

IA

&赋矿岩石主要为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%少

量为流纹质晶屑熔结凝灰岩&围岩为流纹质晶屑凝

灰熔岩&

#

D

$

B

号矿体!见于平硐
Ea#

中%为隐伏矿体&

受裂隙控制%呈脉状分布%推测长约
#$$K

%厚度

!=$$K

%推测深度
?$K

%分布标高
"!$

!

@!$K

%矿

体产状
!"$e

-

"'e

%矿石平均品位
!

#

F

4

$

G##!=$$

H#$

IA

&赋矿岩石主要为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&

围岩为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(钾长流纹岩&

#

?

$

I

号矿体!见于平硐
Ea#

中%为隐伏矿体&

受裂隙控制%呈脉状分布%推测长约
#$$K

%厚度

?=?$K

%推测深度
?$K

%分布标高
"!$

!

@!$K

%矿

体产状
!"$e

-

"'e

%矿石平均品位
!

#

F

4

$

G#$A='!

H#$

IA

&赋矿岩石主要为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%围

岩为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(钾长流纹岩&

表
$

!

矿体基本特征一览表

V6.32#

!

12*2,63W26+/,20)W),2.)7-20

矿体编号
规模'

K

长度 延深 平均厚度

产状'
e

走向 倾向 倾角

品位

!

#

F

4

$'

#$

IA

赋存部位 控制工程

#

D!? !$$ "=?' #A? !?? "" !!"="A

N

#

断裂带
QV#$$#=QV#$D=̂R$#

QV#$"#=QVEa#=Ea%

"

!$$ #$$ %=$$ #?' !D' A" %%!=%% N

!

断裂带
QV!#?#=QV!#@#=Ea!

A

D?$ ?$ !=$$ #A$ !?$ "A #@%='! N

!

断裂带
QV!$$#=QV!$'#=QV!$'#

B

#$$ ?$ !=$$ #'$ !"$ "' ##!=$$

裂隙
Ea#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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裂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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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矿石质量特征

#

#

$矿石结构构造!细粒状结构(交代及交代残

余结构%少量角砾状结构"致密块状(细粒浸染状(细

脉浸染状(条带状构造%少量为斑点
I

团块状构造&

#

!

$矿石矿物组成!矿石矿物以自然银为主%次

为辉银矿%含少量方铅矿(闪锌矿(镜铁矿(铅矾(黄

铁矿"脉石矿物为石英(长石(方解石(绢云母(叶腊

石等&

#

%

$矿石主要矿物特征&

自然银!呈微粒状%与方铅矿(闪锌矿同一阶段

形成%主要呈脉状%以他形粒状充填在脉石矿物的裂

隙(空洞中%或与方铅矿(闪锌矿连生并呈短小的脉

状充填在脉石矿物的裂隙中&

辉银矿!铅灰色%呈粒状(树枝状(致密块状(浸

染状%与自然银(方铅矿及含银硫化物共生&

方铅矿!铅灰色%局部呈脉状%多呈粒状(浸染状

散布在岩石中%与闪锌矿共生%一般为半自形%粒径

$=$!

!

$=#$KK

%呈脉状分布时聚晶可达
#KK

&

闪锌矿!黑色%局部呈脉状%多为粒状(浸染状散

布%与方铅矿共生%多为半自形%粒径
$=$!

!

$=$?

KK

%呈脉状分布时聚晶可达
#KK

&

#

D

$矿石化学组分!矿石有用组分为
F

4

%伴生有

益组分为
E.

%

S*

&单样矿体品位
!

#

F

4

$

G'@H

#$

IA

!

D"?H#$

IA

%单工程矿体品位
!

#

F

4

$

G#D$H

#$

IA

!

D?@=?H#$

IA

&

'&/

!

矿石类型

矿床的氧化带不发育%除地表以混合矿石为主

外%均为原生硫化矿石&

#

#

$矿石自然类型!根据矿石矿物组合(有用组

分及结构构造特征%矿石自然类型有细脉浸染状银

矿石(条带状银矿石(斑点
I

团块状银矿石(角砾状

银矿石%其中以细脉浸染状银矿石为主&

#

!

$矿石工业类型!根据氧化程度%矿石的工业

类型主要为硫化矿石%占
@?J

以上%混合矿石
(

?J

&

'&'

!

矿床成因探讨

#

#

$成矿物质来源&矿床的成矿元素银与火山

岩浆具有同源特点&来自下地壳基底中的银等金属

物质在基底物质重熔
I

侵位的过程中%导致火山岩

建造中的成矿元素具有高背景值%火山岩浆的期后

热液又使火山岩中的成矿元素再次富集并沉淀形成

矿体&

#

!

$成矿热液来源&矿区成矿热液主要来自火

山热液及大气降水&火山热液不仅是重要的成矿物

质运载介质%而且在迁移的过程中不断从沿途火山

地层中萃取
F

4

%

E.

%

S*

等成矿元素%随着温度和压

力的逐渐下降及
X

B

值的变化%成矿物质在容矿构

造沉淀并不断富集成矿&

#

%

$成矿温度&矿石矿物组合为自然银
I

辉银

矿
I

方铅矿
I

闪锌矿
I

黄铁矿等%主要形成于中低

温条件下"围岩蚀变主要有绢云母化(硅化(黄铁矿

化(黄铁绢英岩化(青磐岩化等%多属中低温热液蚀

变&据此%成矿温度应为
"?

!

!?$M

%属于中低温热

液矿床)

%

*

&

综上所述%本矿床成因应属受断裂构造控制的

中低温浅成火山热液充填交代型银矿床&

D

!

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

.&$

!

找矿标志

#

#

$构造标志!矿区内的
N

#

%

N

!

断裂是区内重要

的找矿构造标志&

#

!

$矿化标志!矿化的黄铁绢英岩是最直接的找

矿标志&

#

%

$围岩蚀变标志!硅化(黄铁矿化(绢云母化(

方解石化(叶蜡石化等是区内寻找银矿体的重要围

岩蚀变标志&

#

D

$地球化学标志!矿区
F

4

%

(/

%

E.

%

S*

元素组

合土壤地化异常%伴生元素为
8)

%

F/

%

Q-

等元素异

常&异常内各元素具较好的浓度分带%浓集中心突

出%异常强度高%元素组合关系好%是重要的地化找

矿标志&

.&/

!

找矿方向

#

号矿体两端的构造延伸部位(

"

号矿体的南

部(

#

号矿体与
"

号矿体之间(

A

号矿体深部(

"

号

与
A

号矿体之间是找矿的有利地段&

#

#

$

#

号矿体两端的构造延伸部位(

"

号矿体南

部及
#

号矿体与
"

号矿体之间&矿区银矿体与化探

异常的关系密切%上述几个部位均存在较大范围的

F

4

%

(/

%

E.

%

S*

元素组合土壤地化异常%且异常内各

元素具较好的浓度分带%浓集中心突出%异常强度

高%元素组合关系好%因此这几个地段找矿前景较

佳&

#

!

$

A

号矿体的深部&

A

号矿体目前只采用地

表剥土工程控制%长度达
D?$K

%根据矿体延深与矿

体走向长度成正相关的规律%预测在
A

号矿体的深

部应存在较大的找矿空间&

'?

地
!

质
!

找
!

矿
!

论
!

丛
!$#!

年



#

%

$

"

号与
A

号矿体之间&本矿区的银矿体受

断裂构造控制的特点明显%由此推断产于
N

!

断裂中

的
"

号与
A

号矿体应该属于同一矿化带%而目前
"

号与
A

号矿体之间还是探矿的空白区%在该区段布

置探矿是可行的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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